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爱里我们已然相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爱里我们已然相遇>>

13位ISBN编号：9787510434457

10位ISBN编号：7510434459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泰戈尔

页数：223

字数：187000

译者：郑振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爱里我们已然相遇>>

前言

　　生命的歌者（代序）　　季羡林　　要想准确地理解和评价泰戈尔的诗歌，同理解和评价他的其
他作品一样，必须从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出发。
泰戈尔是世界上最多产的、面最广的作家之一。
文学、音乐、绘画、作曲，他都精通，而且都有独创性，在印度国内外有广泛深入的影响。
所有这些方面都同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有密切的联系。
诗歌也不例外。
　　泰戈尔生于1861年，死于1941年。
这漫长的80年正是世界上多事之秋。
前一半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过渡的时期。
接着来的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爆发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尾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蔓延。
从印度一国的历史上来看，这八十年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
产生以至形成的时期。
泰戈尔生在19世纪中叶印度民族起义爆发后的第四年，而死在印度独立前的第六年。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大英帝国的统治相始终。
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上打上烙印，产生影响。
　　泰戈尔出生于孟加拉的一个地主家庭，属于婆罗门种姓。
他的家庭是当时孟加拉知识中心之一。
他父亲是一位哲学家，深受19世纪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摩？
摩罕？
罗易的影响，热心于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
他的兄弟姊妹和侄子都是一些爱好艺术的诗人或画家。
他的一位哥哥曾经试办过一些民族企业，企图同外国资本对抗。
所以，总起来我们可以说，泰戈尔家族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与印度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泰戈尔生在当时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加尔各答。
家庭比较富有。
1878年赴美留学，1880年回国。
他厌恶学校教育，印英教育都受了一些，但都不充分，他主要是靠家庭传统和自学成家。
1884年下乡管理过祖传的田产。
他经常住在一只船上，到处漫游。
他在这里同农民，主要是佃户，有些接触，对他们有一些同情。
他因而想改造农村，幻想有一个“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社会”。
1901年，他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目的是实现他的改造农村的教育理想，1921年成为有名的
国际大学。
20世纪初，他参加了反英的人民运动，用诗笔做武器，同殖民主义者搏斗。
他既反对极端派的暴力，也反对稳健派的妥协。
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就逐渐与群众格格不入起来。
他反对群众烧英国货、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
他认为这是破坏。
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消灭愚昧与贫困等。
群众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就愤而退出运动，去过退避的生活。
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1915年他认识了甘地，从那以后，印度现代史上的这两位巨人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尽管两人的观点
在许多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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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泰戈尔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从退避生活中挺身出来，公开宣告放弃英
国政府赐给他的“爵士”称号。
从那时一直到他逝世，始终全神贯注地关心世界和印度的大事。
他曾访问过世界许多国家：中国、日本、美国、英国、苏联、德国、法国、瑞士、加拿大等。
他同世界许多名人，如法国大作家罗曼？
罗兰等结成朋友。
他曾热情洋溢地赞美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他也曾横眉冷对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他的爱憎是非常分明的，尽管有时有一些保留，人类进步事业他是支持的，对各国人民他是同情的，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节不亏的一生。
　　泰戈尔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
印度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都对他产生了影响。
但是我觉得，其中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
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
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
印度古代哲学史上有一句话：Tattvamasi，意思是“你就是它”，“它”指的就是“梵”，换句话说，
也就是梵我一体。
这里面包括着我与非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泰戈尔是把重点放在“人”的方面。
他主张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
两者互相依存，而人是主体。
孟加拉女诗人黛维夫人说：泰戈尔对于人性有无限的信心，他有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他要求承认人
是人。
（《炉火边的泰戈尔》第123页）泰戈尔还说过：“对人失掉信心是犯罪。
”（同上书第23页）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很容易被他所接受。
西方的自由、博爱、平等的思想也容易在他的思想中引起共鸣。
既然梵我统一，人与自然统一，所以泰戈尔认为宇宙最根本的原则是和谐与协调。
他之所以大力宣扬“爱”，宣扬“互信互助”，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黛维夫人说泰戈尔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罗宾德罗那特？
泰戈尔，诗歌后面的人》，第14页）。
在泰戈尔思想中也有一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
他承认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流转变化。
这样，又要和谐，又要流转不息，那就只能产生一种情况，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韵律”。
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韵律”是打开宇宙万有奥秘的一把金钥匙。
我觉得，他之所以竭力主张和谐和韵律，就因为他的生活中、思想中有时候缺少和谐和韵律，同许多
人一样，他的理想与现实也时时产生矛盾。
他的生活和思想中有许多矛盾，有时候如清风朗月，有时又如骇浪惊涛。
他在一九二四年写给罗曼？
罗兰的信中说：“自己天性中也有一种经常发生的内战。
”这种“内战”表现在许多方面：对工人、对农民、对妇女、对暴力、对社会主义、对群众运动，等
等，都有种种矛盾的看法。
我觉得这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就是在他热心提倡的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中，他也有矛盾。
中国20年代的那一批“玄学鬼”曾处心积虑想利用泰戈尔这一方面为自己荒谬的主张张目。
但这是徒然的。
泰戈尔还有另一个方面，他喜欢科学。
他曾对黛维夫人说过：“我非常喜欢科学，而你却喜欢罗曼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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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喃喃细语的被阳光照射的树叶子，它们每一摇动都在吸收阳光，同时制造出许多化学成分。
通过大自然的数不清的脉管，经常不断地有一个什么样的奇迹在进行着啊--人们简直要吃惊得目瞪口
呆了。
”（《炉火边的泰戈尔》第72页）　　了解了泰戈尔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才能了解他的
文学作品。
泰戈尔从十四岁就开始写诗，长诗《野花》在杂志上发表。
1881年第一部诗集《黄昏之歌》出版，文名大震。
以后又写戏剧和小说，1900年写了《故事诗》。
在19世纪结束以前20多年的时间内，他写了近六十篇短篇小说，几部诗集，还有其他一些作品。
这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代。
到了20世纪初叶退出反英运动以后，他仍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1912年写了《吉檀迦利》，1913年写了《新月集》，1913年写了《园丁集》，1916年写了《飞鸟集》。
从1919年起，他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
1921年到1941年又写了大量的诗歌。
他一生写了近两千首诗歌，出版了五十部诗集，写了长篇和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剧
本二十余种，还有许多论文学、哲学和政治的文章，回忆录、游记、书简等。
此外他还谱了无数的歌曲，画了将近二千幅画。
　　综观他一生诗歌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是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生活分不开的。
第一个阶段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20世纪初他退出群众反英运动止。
第二个阶段基本上是他退出反英运动过着退避生活，一直到他再加入反英运动。
当然并不是完全退避，他仍然参加社会活动，周游世界，只是不积极参加印度国内的政治活动而已。
第三阶段从1919年后直至他逝世。
　　现在我们就把他的诗歌创作按照这三个阶段来谈一谈。
　　第一阶段可以他的《故事诗》为代表。
在这里面，诗人从古代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和印度教的传说中，从古代丰富的故事宝库中，选取了一些
故事，写成了诗。
对这些故事的理解当然是诗人自己的，与原来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
这一些诗的情节都是在某一方面动人心魄的，诗的技巧也是十分高超的。
约略言之，诗人在这些诗里歌颂了民族英雄，特别是锡克族的英雄，宣扬了爱国主义，提倡了印度民
族的大团结。
比如《被俘的英雄》是歌颂反对莫卧儿的锡克族英雄农民般达的。
《戈宾德？
辛格》是歌颂锡克教祖师戈宾德？
辛格的。
泰戈尔也歌颂了人道主义，比如《轻微的损害》，这首诗讲到皇后把穷人的茅屋点着，国王惩罚了她
，让她去做乞丐讨饭。
《比丘尼》《丈夫的重获》（杜尔西达斯救了一个想自焚殉夫的女子）等也都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
。
同情别人好像成了泰戈尔的天性。
黛维夫人（《炉火边的泰戈尔》第151页）说，只要泰戈尔听说别人有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他也坐
立不安，拚命查医书，找药方，直到病人好了为止。
他这种人道主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
《最后的一课》虽然主题不是宣扬爱国主义，但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但是，祖国啊，　　它现在
风雨飘摇，软弱无力，　　它任人宰割，破碎支离。
　　泰戈尔还同情锄着枯地的农民和凿着石头的筑路工人。
他对穷人表现出一些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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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上布施》中他宣称穷人高于国王，宣扬穷人比富人要好。
这种同情穷苦劳动人民的思想，在其他国家文学史上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著作中也可以找到。
比如中国的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锄禾日当午”等都是。
泰戈尔同中国这样的诗人一样，当然只是从远处观察，而不是亲身感受，只是同情也并不能真正解决
问题。
但是难道能说有点同情心比没有同情心更有毒害吗？
有人在这方面提出一些过于苛刻的形而上学的要求，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第二阶段的诗歌创作，是同他的退避生活相适应的。
像第一阶段中的那些政治性强的诗歌不见了。
他在这期间写了一些带有神秘意味的诗歌。
有时候内容模糊，令人难以猜度。
从这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西方一些文学流派的影响，比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纯诗、为艺术而
艺术等。
在这些诗歌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912年出版的使他誉满欧洲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吉檀迦利》。
在这一部号称难懂的诗集里，他着重宣扬了爱，一种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爱。
他也颂扬了儿童的天真无邪。
1913年出版的《新月集》着重歌颂了儿童。
有这个主题思想的诗歌占这部集子的绝大部分。
泰戈尔毕生热爱儿童，替儿童们说话。
他曾慨叹过：“他们（儿童们）什么都说不出，他们没有反抗的声音。
”（《炉火边的泰戈尔》第68页）。
其中包含多少对儿童们的同情啊！
1916年出版的《飞鸟集》，风格依旧，但是主题思想好像有了点改变。
里面一些诗简直像是格言，比如第五十七首：“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
候。
”　　他退出政治运动，受到人们的误解与批评。
他精神苦闷，对现实感到失望，甚至想在宗教中去寻求安慰。
他考虑到人类的前途，想让世界成为一家。
这些又都是难以实现的。
在这十几年中，他的诗歌几乎都是歌颂爱情，歌颂儿童的。
这些诗歌好像都是脱离了现实世界，不食人间烟火。
很多诗只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美，至于究竟是什么意思，恐怕连诗人自己也有点说不清楚。
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诗歌归纳起来看一看，如果想找出一个特点的话，我们可以借用一句现成的话：
菩萨慈眉。
　　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诗歌的创作，不管在内容上和形式上
都有了一些改变。
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内容多了起来，他热情歌颂“刚强的女性”。
他不同意爱所有的人（《问》），他热情歌颂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山达尔女人》），再一次表现了
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他歌唱了多少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非洲：　　啊，你是隐藏在一块黑纱下面　　使你的人类的庄严模
糊成　　耻辱的黧黑的幻象。
　　他对非洲怀着深切的同情心，他用愤怒的声音去痛斥那些侵入非洲的殖民主义者。
1937年泰戈尔看到法西斯匪徒的罪恶活动，诗人发出了烈火般的咒骂。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残杀无辜的人民，诗人忍不住怒火中烧，用辛辣的诗句来讽刺这一帮匪
徒整队到佛陀座前去祈祷胜利（《敬礼佛陀的人们》）。
对于帝国主义分赃的慕尼黑条约，诗人也加以申斥（《忏悔》）。
1939年，将近八十高龄的诗人欢呼新时代觉醒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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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逝世前，诗人做了自我批评，批评自己没有走进田间农民、纺织工人、撒网的渔夫等劳动者的
院子：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多么诚恳的自我反省啊！
生活了80年写作了60多年的诗人，临终的诗给自己的一生竖了一块光辉的碑。
诗人晚年的诗对人类前途充满了信心，对东方充满了信心，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邪恶发出了诅咒。
诗人整个第三阶段的诗歌，内容充满斗志，调子激昂慷慨，同以前的诗人判若两人。
如果也用一句现成的话来标明它的特点的话，那就是：金刚怒目。
　　我上面已经讲到，泰戈尔的一些诗，特别是在第二阶段的诗，是非常难懂的。
诗都写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诗比散文要难懂得多，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
中国古人说：“诗无达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诗主要靠形象思维，逻辑性在这里不像在科学论文中那样重要。
中国古代有一些诗只有名词，没有动词。
名词之间的关系只有靠读者的想象去填充。
因此就产生了难读的问题。
此外，诗人对诗的看法，也是很不相同的。
泰戈尔认为：“真理是，诗的作用就是让人高兴。
”他又说：“了解诗的主要途径是去欣赏它。
”（《炉火边的泰戈尔》第99页）他的意思似乎是诗歌不一定有什么教育意义，写得朦朦胧胧，模模
糊糊，只要能给人以美感享受，也是可以的，这样做诗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实际上，不管诗人承认不承认，诗总是要有所宣传的，表达诗人的思想和观点的，不承认这一点也是
不可能的。
泰戈尔当然也不例外。
他要宣传的东西，我上面已经做了些分析。
足证诗不只是完全供人欣赏的，他也同别的诗人一样，执著于要宣传一些什么，反对一些什么。
第一阶段的诗可以看到这个情况，第三阶段的诗更特别突出。
那些像火焰一般炽燃。
像利刃一般锋利的诗句难道仅仅是供欣赏的吗？
难道仅仅是取悦于人的吗？
　　我上面也已经谈到，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其中也包括诗歌，受到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纯诗
等流派的影响。
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印度古代梵文诗歌和印度民歌对他的影响。
泰戈尔精通梵文文学，谈话时常引用一些梵文的诗句。
他对于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对于迦梨陀娑的作品都非常熟悉。
因此，他受一些梵文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泰戈尔决不是迷信古代。
他对梵文文学的缺点明确地指了出来。
他曾经说过：“整个梵文文学是装模作样的、文体复杂的、惨淡经营的诗--《沙恭达罗》是例外，在
梵文文学中寻找真正好的作品是很难的。
”（《炉火边的泰戈尔》第98页）。
我认为，泰戈尔提出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见地的。
但是这种说法比较笼统，不具体，没有说明哪一个时代的梵文文学是这样，也没有说明哪一个类型的
梵文文学是这样。
容易产生误会。
至于民歌对泰戈尔的影响，那是很显著的。
他作诗就喜欢用人民大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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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起来，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泰戈尔都有所继承，又有所
创新。
东西两方面的影响，他都受到了，但是归根结蒂，他还是独立的。
思想和形式的基调都是印度的。
在形式方面，他有意运用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所以他的诗很为老百姓所喜爱。
他自己又是音乐家，他的许多诗都铿锵可诵，富于音乐感。
他的诗之所以流行于印度，特别是孟加拉，其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泰戈尔一生同情中国，热爱中国。
他曾两次访问过中国。
第一次访问时，虽然有一批中国“玄学鬼”和其他的人想利用他为自己的主张张目，但是他还是起了
一些积极的作用。
他访问以后，他的作品大量译成了汉文。
当时译的绝大多数都是诗歌，有少数剧本。
因此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诗歌。
从2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体裁像《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一类的小诗，
可见泰戈尔诗歌对中国萌芽时期的新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
此外，他在诗中表达的一些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中国。
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
在中国封建时代，孩子是没有地位的，除了《幼学琼林》、《神童诗》一类的书以外，几乎没有给儿
童读的书。
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的文学家，比如鲁迅等，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泰戈尔的诗介绍到中国以后，他那热爱儿童的感情对中国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有一些中国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文艺，写了一些给儿童看的文学作品。
《寄小读者》一类的书也陆续出现了。
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儿童文艺的开始。
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泰戈尔虽然久已作古，但是他的影响在印度人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功绩
是永不磨灭的。
为了加强同外国人民、其中包括印度人民的友谊，为了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为了批判继
承世界各国的文学遗产，在今天，当我们全国人民斗志昂扬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开始的时候
，读一读泰戈尔的诗歌，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我就为泰戈尔诗歌汉译本做了如上的介绍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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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月集》主要译自1903年出版的孟加拉文诗集《儿童集》。
诗集中，诗人生动描绘了儿童们的游戏，巧妙地表现了孩子们的心理，以及他们活泼的想象。
它的特殊的隽永的艺术魅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纯洁的儿童世界，勾起了我们对于童年生活的美好回
忆。
《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它包括300余首清丽的小诗。
白昼和黑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背叛，都在泰戈尔的笔下合二为一，短小的语句道出了深刻的人生
哲理，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
《采果集》与前两者齐名，它以充满激情的语言赞颂生命，思索生命的本质。
诗作韵味幽雅，哲理深妙，打动过无数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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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泰戈尔，印度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曾留学英国。
1921年创办国际大学，一生创作丰富。
1903年起陆续发表长篇小说《小沙子》《沉船》《戈拉》，剧本《摩吉多塔拉》《邮局》《红夹竹桃
》，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和许多中、短篇小说。
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爱里我们已然相遇>>

书籍目录

生命的歌者（代序）
新月集
译者序
家庭
海边
孩童之道
不被注意的花饰
偷睡眠者
开始
孩子的世界
时候与原因
责备
审判官
玩具
云与波
金色花
仙人世界
流放的地方
雨天
纸船
水手
对岸
花的学校
商人
同情
职业
长者
小大人
十二点钟
著作家
恶邮差
英雄
告别
召唤
榕树
祝福
赠品
我的歌
孩子天使
最后的买卖
飞鸟集
例言
序
采果集
附录一 流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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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园丁集【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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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著作家　　你说爸爸写了许多书，但我却不懂得他所写的东西。
　　他整个黄昏读书给你听，但是你真懂得他的意思吗？
　　妈妈，你给我们讲的故事，真是好听呀！
我很奇怪，爸爸为什么不能写那样的书呢？
　　难道他从来没有从他自己的妈妈那里听见过巨人、神仙和公主的故事吗？
　　还是已经完全忘记了？
　　他常常耽误了沐浴，你不得不走去叫他一百多次。
　　你总要等候着，把他的菜温着等他。
但他忘了，还尽管写下去。
　　爸爸老是以著书为游戏。
　　如果我一走进爸爸房里去游戏。
你就要走来叫道：“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　　如果我稍微弄出一点声音，你就要说：“你没有看见你爸爸正在工作吗？
”　　老是写了又写，有什么趣味呢？
　　当我拿起爸爸的钢笔或铅笔，像他一模一样地在他的书上写着a，b，c，d，e，f，g，h，i——那
时，你为什么跟我生气呢，妈妈？
　　爸爸写时，你却从来不说一句话。
　　当我爸爸耗费了那么一大堆纸时，妈妈，你似乎全不在乎。
　　但是，如果我只取了一张纸去做一只船，你却要说：“孩子，你真讨厌！
”　　你对于爸爸拿黑点子涂满了纸的两面，污损了许多许多张纸，你心里以为怎样呢？
　　恶邮差　　你为什么坐在那边地板上不言不动的，告诉我呀，亲爱的妈妈？
　　雨从开着的窗口打进来了，把你身上全打湿了，你却不管。
　　你听见钟已敲打四下了吗？
正是哥哥从学校里回家的时候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神色这样不对？
　　你今天没有接到爸爸的信吗？
　　我看见邮差在他的袋里带了许多信来，几乎镇里的每个人都分送到了。
　　只有爸爸的信，他留起来给他自己看。
我确信这个邮差是个坏人。
　　但是不要因此不乐呀，亲爱的妈妈。
　　明天是邻村市集的日子，你叫女仆去买些笔和纸来。
　　我自己会写爸爸所写的一切信，使你找不出一点错处来。
　　我要从A字一直写到K字。
　　但是，妈妈，你为什么笑呢？
　　你不相信我能写得同爸爸一样好？
　　但是我将用心画格子，把所有的字母都写得又大又美。
　　当我写好了时，你以为我也像爸爸那样傻，把它投入可怕的邮差的袋中吗？
　　我立刻就自己送来给你，而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帮助你读。
　　我知道那邮差是不肯把真正的好信送给你的。
　　英雄　　妈妈，让我们想象我们正在旅行，经过一个陌生而危险的国土。
　　你坐在一顶轿子里，我骑着一匹红马，在你旁边跑着。
　　是黄昏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
约拉地希的荒地疲乏而灰暗地展开在我们面前。
大地是凄凉而荒芜的。
　　你害怕了，想道——“我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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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你说道：“妈妈，不要害怕。
”　　草地上刺蓬蓬地长着针尖似的草，一条狭而崎岖的小道通过这块草地。
　　在这片广大的地面上看不见一只牛；它们已经回到它们村里的牛棚里去了。
　　天色黑了下来，大地和天空都显得朦朦胧胧的，而我们不能说出我们正走向什么所在。
　　突然间，你叫我，悄悄地问我道：“靠近河岸的是什么火光呀？
”　　正在那个时候，一阵可怕的呐喊声爆发了，好些人影子向我们跑过来。
　　你蹲坐在你的轿子里，嘴里反复地祷念着神的名字。
　　轿夫们怕得发抖，躲藏在荆棘丛中。
　　我向你喊道：“不要害怕，妈妈，有我在这里。
”　　他们手里执着长棒，头发披散着，越走越近了。
　　我喊道：“要当心！
你们这些坏蛋！
再向前走一步，你们就要送命了。
”　　他们又发出一阵可怕的呐喊声，向前冲过来。
　　你抓住我的手，说道：“好孩子，看在上天面上，躲开他们吧。
”　　我说道：“妈妈，你瞧我的。
”　　于是我驱策着我的马匹，猛奔过去，我的剑和盾彼此碰着作响。
　　这一场战斗是那么激烈，妈妈，如果你从轿子里看得见的话，你一定会发冷颤的。
　　他们之中，许多人逃走了，还有好些人被砍杀了。
　　我知道你那时独自坐在那里，心里正在想着，你的孩子这时候一定已经死了。
　　但是我跑到你的跟前，浑身溅满了鲜血，说道：“妈妈，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
”　　你从轿子里走出来，吻着我，把我搂在你的心头，你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果没有我的孩子护
送我，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　　一千件无聊的事天天在发生，为什么这样一件事不能够偶然实现呢？
　　这很像一本书里的一个故事。
　　我的哥哥要说道：“这是可能的事吗？
我老是想，他是那么嫩弱呢！
”　　我们村里的人们都要惊讶地说道：“这孩子正和他妈妈在一起，这不是很幸运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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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泰戈尔！
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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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泰戈尔著作之流行，之能引起全世界人的兴趣，一半在于他思想中高超的理想主义，一半在于他
作品中的文学的庄严与美丽。
《在爱里，我们已然相遇：泰戈尔经典文选》主要收录了《新月集》《飞鸟集》《采果集》三部泰戈
尔经典诗集，并附有《流萤集》《园丁集》部分精彩选篇，为读者最大地呈现泰戈尔的诗歌成就。
　　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着我的诗？
　　我不能从春天的财富里送你一朵花，天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片金影。
　　开起门来四望吧。
　　从你的群花盛开的园子里，采取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儿的芬芳记忆。
　　在你心的欢乐里，愿我感到一个春晨吟唱的活的欢乐，把它快乐的声音，传过一百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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